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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发生后，双方潜艇虽都带伤，但在
确认各自船只都能够航行后，各自返航。
据报道，当时俄罗斯海军发布消息称，在

“科斯特罗马”号上发现了美军潜艇“巴吞
鲁日”号撞击后遗落的反声呐材料碎片。
但当时美国海军声称，“巴吞鲁日”号除了
左舷有一些划痕、凹痕和两个小切口外，并
没有遭受重大损坏。1992 年 2 月 19 日的

《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美国五角大楼的官
方消息，称“巴吞鲁日”号未受损伤，美国也
未曾侵犯俄罗斯领海。然而，这一官方发
布后来也令美国陷于尴尬，因为“巴吞鲁

日”号在撞击事件一年后被宣布退役。据
报道，“巴吞鲁日”号舱体耐用材料层受损，
修复受损部位的船体以及重新更换核燃料
的成本过高，因此“巴吞鲁日”号不得不成
为美国洛杉矶级潜艇中第一艘退役的成
员。而俄罗斯的“科斯特罗马”号，经过修
理后返回了海军的战斗序列。据介绍，“科
斯特罗马”号的船员还在艇上画上了一个
红五星并标注“1”字，标明该艇“击毁”一艘
敌舰的“战功”。

潜艇撞击事件发生后，美俄双方都发
布了消息。俄罗斯方面还通过外交渠道

向美方提出抗议，指责美国在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继续进行抵近侦
察，这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并不相符。美
方很快就安排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
往会晤俄罗斯时任总统叶利钦。美方表
示将终止在俄罗斯附近的相关侦察和间
谍行动。但不久后，美国就再次“打脸”，
因为在短短一年后，美俄双方的两艘潜艇
又一次在俄罗斯科拉半岛附近相撞，再一
次戳破了美国不再派遣船只进行间谍活
动的谎言。

另有报道称，幸亏当时两艘潜艇相撞
时，双方都遵照1991年签订的《第一阶段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均未携带核弹，而且撞
击并未激烈到引发核动力系统爆炸的程
度，否则，世界或将面临核战争的危机。

本报综合消息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被炸震惊世界。如
今近半年过去了，谁是罪魁祸首依然是一桩国
际谜案。最近，一位美国资深调查记者的爆料，
不仅直指美国是“北溪二号”事件的幕后黑手，
更是牵出了涉事的另一个国家——挪威。据报
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挪威与美国中
央情报局就曾秘密合作，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北
部湾事件”。

1964年8月发生的“北部湾事件”被称为越
战的血腥转折点。在此之前，越南发生的事情
只是南越在美国的唆使和支援下，与北越进行
的内部冲突。“北部湾事件”给了美国发动战争
的借口，从此美国直接派兵全面介入越战，深陷
战争的泥潭，也给越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1964年8月2日，据美方宣称，隶属美国第七舰
队的“马多克斯”号驱逐舰正在北部湾海域执行

“水文地理研究”任务。其间，“马多克斯”号突
然被北越的三艘鱼雷艇攻击。美国驱逐舰马上
进行反击，击沉了其中一艘。美国政府随后宣
称，美国海军被越南民主共和国挑衅。8月4日，
美国政府再次宣称，美军船舰再次遭受越南民
主共和国的袭击。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向美国
公众声称，北越袭击了一艘美国驱逐舰。这给
美国轰炸北越创造了借口，美国国会通过“东京
湾决议”，允许美国在越南部署美国军事力量，
正式出兵越南。美国军队立刻打击了越南北部
的军港作为报复，并且对北越多个城市进行了
报复性的空中轰炸，使北越遭受了巨大损失。
北越方面则否认曾袭击美国军舰，也不承认有
鱼雷艇被击沉，并指责“马多克斯”号侵犯了越
南领海。

2006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了一系列文
件。这些文件揭示出“北部湾事件”是美国为了
对越南实施武装打击自导自演的一场骗局。实
际上，在越南战争早期，美国就曾派遣特种部
队，妄图在空中轰炸的配合下以特种作战速战
速决，但是在越南人民的抵抗下，该计划失败。
这种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了“北部
湾事件”。而该事件背后，有挪威的影子。

据报道，挪威在二战后斥巨资开发大型武
装船只，以保卫其长达2000多公里的大西洋海
岸线。挪威的这些军舰比美国的更先进，火力
更强大。1964年初，挪威向美国提供了6艘快速
攻击艇，这些船悄悄抵达越南岘港的一个海军
基地。除了舰艇，挪威为美国中情局提供的支
援还包括驾驶军舰的船长和一些水手。这些人
后来并未返回挪威，而是留在越南，秘密地帮助
美军和南越部队进行训练。

据透露，“北部湾事件”中一些美军执行秘
密任务的船只，就是由挪威人驾驶的，船上搭载
着美军海豹突击队。当时，他们的任务是打击

“更具侵略性的目标，包括防御严密的北越雷达
设施”。这些极端机密的任务，据称是由华盛顿
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指挥的。据报道，有两
名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因表现突出而被秘密表
彰。而后续，也有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挪威水
手，承认曾经在越战中参与了对美国的秘密协
助行动。但据揭秘，挪威方面多年来一直对此
保持沉默，甚至后来他们继续向美国海军出售
了18艘战船。

揭秘这一事件的是美国著名调查记者西
摩·赫什，他曾因率先披露美军在越南制造的

“美莱村大屠杀”，获得1970年的普利策奖。赫
什声称，挪威对美国中情局一些秘密行动的介
入比以前披露还要更深。 本报综合消息

31年前美俄核潜艇危险碰撞
1992 年 2 月，苏

联刚解体不久，美国

和俄罗斯海军的两艘

核动力潜艇在俄罗斯

近海发生了一次碰

撞。碰撞虽未造成人

员伤亡，也没有引发

进一步武装冲突，但

该事件作为苏联解体

后，美俄之间发生的

第一次军事和外交冲

突，受到国际关注，成

为现代史上影响很大

的国际纠纷。

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巴吞鲁日”号，
于 1977 年开始服役，是美军第二艘投入
现役的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俄罗
斯海军的“科斯特罗马”号，是 1987 年刚
投入使用的一艘塞拉级核潜艇。潜艇舱
体使用更加坚固而轻便的钛合金制造，
可以下潜到更深的深度。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降低辐射噪音水平从而减少被侦
知的危险。

1992年2月11日，晚上8 时 11 分，“巴
吞鲁日”号和“科斯特罗马”号在巴伦支
海中的基尔丁岛附近海域相撞。从碰撞

的位置来看，“科斯特罗马”号是艇上部
的指挥塔围壳受损，而“巴吞鲁日”号是
艇腹下部被撞。有专家判断，应是俄罗
斯潜艇在上浮的过程中撞到了美国潜艇
的艇腹。相关报道发出后，国际舆论一
片哗然。一方面，从国际大环境来说，冷
战刚结束，美俄紧接着发生实质性军事
接触，是否会引发双方进一步冲突甚至
爆发战争？另一方面，苏联刚解体，俄罗
斯国内动荡，俄罗斯领导人会采取何种
态势应对该事件，各方纷纷从各自角度
做出猜测和评判。

舆论上，俄罗斯方面指责美国到自己
家门口抵近侦察，侵犯俄领海。美国方
面则解释称，自家核潜艇并未进入俄罗
斯领海，双方对领海的概念理解不同。
美方认为的海岸线是曲折的，而俄方认
同的界线是以陆地两点之间连成的直线
为基准。因此，对于事发地点的位置，美
方认为在公海，距俄罗斯领海还有数公
里，而俄方认为就是在自家领海范围内，
且美方潜艇已深入领海 8 公里。当然，每
逢类似国际事件，各国对涉事国之间相
互指责的场景早已见怪不怪。但实际
上，美国潜艇毕竟是跑到对方“家门口”
出的事，美国也自知理亏。就像美国的
一个盟友在报道中说，在冷战结束后美
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感到不放心，因
此要加强侦察。

对于两艘核潜艇碰撞的过程及其原
因，各方说法不一，至今没有定论。一种说
法是，两艘潜艇在碰撞前互相未发现对方，
碰撞完全是意外事故。美国方面对事件的

报道和解释基本偏向这
一解读。另一种说法是，
美国潜艇当时正在尾随
跟踪俄罗斯潜艇，俄潜艇
并未发现。俄罗斯潜艇
忽然做出转向动作并上
浮，因美国潜艇速度比俄
方慢，所以双方意外发生
碰撞。俄罗斯方面有的
报道偏向这种说法。还
有对事件的第三种描述
则比较传奇，有些类似战
斗过程。报道称，美国潜
艇在跟踪俄潜艇过程中
被发现，俄罗斯潜艇深知
不能发射导弹攻击，那样
容易引发两国乃至世界
大战。于是，俄方潜艇做

出精彩的战术转向，并利用自身壳体比较
坚硬的优势毅然撞向美国潜艇，以一种两
败俱伤的类似事故方式打击敌人。

军事专家有支持第一种说法的，认为

以当时的技术和环境条件，两艘潜艇很
难发现彼此。因为巴伦支海涉事那片海
域并不太深，潜艇碰撞时距海面也只有
20 米左右，这一深度的海水碎浪多，不利
于被动声呐探测装备发现敌踪。另一方
面，在当时条件下，美方处于对方“眼皮
子”底下，而俄方潜艇刚从基地出来，为
了隐藏行踪都没有必要启动主动声呐探
测装备。也有从技术层面倾向第二或第
三种说法的。当年美国频繁派遣潜艇抵
近侦察，美方称之为“圣石行动”，美潜艇
或潜在水底侦听俄方通信、或跟踪俄罗
斯潜艇，探测对方声纹以及通信等。而
美国潜艇跟踪对方潜艇时，一般都是尾
随在敌人潜艇后方 60 度角的圆锥体范围
内，这样敌方潜艇推进螺旋桨形成的波
动可以掩护行踪。俄罗斯方面的潜艇为
了反侦察，练就了一手迅速原地转向调
头的绝活，被称为“苏联大回转”。冷战
时期，苏联潜艇就经常使用这种战术应
对美国潜艇的尾随，也发生过苏联潜艇
撞向美国潜艇的先例。

被撞后的俄军“科斯特罗马”号核潜艇

美潜艇跑到俄“家门口”

原因各方说法不一

美国频繁被美国频繁被““打脸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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